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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归

铁砂掌不是把手插进砂里练习出来的，
而是以切、拍、砸、打、点、杵等方法击打沙袋
练出来的。

7月 29日上午 9时，河南嵩山少林寺首
届无遮大会开幕式在该寺大雄宝殿前举行，
历时 7天。这是少林寺 1500 年来首次举办
无遮大会。

“无遮”取没有遮拦之意，即参与者不分
贵贱、僧俗，一律平等对待。

本次大会除了宗教活动，还有一些比赛
活动。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少林“七十二艺选
拔赛”，该赛事被称为“武林大会”。

随着赛事的进行，一场无遮大会也让一
些“传说”中的少林功夫“无遮”起来。面对
镜头，面对万千观众，习艺者真实地展现自
己，还传统武术以原貌，让公众零距离切实
感受，没有比这更好的“澄清”和“传播”了。

窥一斑而见全豹，铁砂掌的真面目，让
我们明白：误解和隔阂，或许是武术发展传
播的最大障碍。

很多人对铁砂掌的全部了解，几乎都源
于武侠小说或者影视剧。但铁砂掌项目胜
出者张龙祥在采访中解释称，把手插进砂
里，练不出铁砂掌，只会练得手上都是倒
刺。更搞笑的是，他有一次去电视台参加节
目，节目组给他准备了一锅用木炭加热的铁
砂，令其哭笑不得。

传统武术和大众的隔阂之大，误解之
深，可见一斑。

提起中国传统武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
能聊上那么几句，说出几个术语名词或者几
个典故，但能准确地阐释、表达传统武术者，
却很少。当自己人都在误解自己的时候，又
怎么指望中国武术文化自信地走出去、昂首
阔步地发扬光大？

网络时代、信息社会，越是想遮掩，越是
想保持神秘，就越会不被理解，就越会遭受
质疑，从而不利于武术文化的传播。因此，
让公众对武术的认知，从影视作品、文学作
品的叙事中走出来，真正在现场或者在镜头
下观摩武术，这本身也算“功德”一件。

此前，一场现代 MMA 格斗与所谓“雷

氏太极”的较量，让传统武术走上风口浪尖，
关于其争议，沸沸扬扬。武术到底是什么，
它在表达什么，它有什么意义等，这些问题，
我们在一片口水中，是找不到答案的。解铃
还须系铃人，武术要想不被误解，只能“袒胸
露怀”。

武术就是武术，它不需要遮羞布，也不
需要神秘面纱。在公众对武术的认知被“舞
术”误导的当下，少林无遮大会虽然看着像

“村运动会”，那些武术朴实无华，但这恰是
对武术的怯魅归真——真正的武术，或许本
就没有飞檐走壁、奇功异术，也无关花拳绣
腿，不够炫也不够酷，但够“真”。

本次无遮大会，让我们了解了铁砂掌、
掌上飞刀、石锁、二指禅这四艺。我们期待，
在以后的活动中，更多的武术绝技、招数，乃
至更多的门派加入到自我曝光的队伍中，让
公众真正了解武术，爱上武术，并在此基础
上传播武术。

一句话说来就是：我爱你，从来不是因
为你神秘，而是因为你真实。

少林无遮大会：给武术怯魅是武林之幸

□小芳

7 月 31 日，宋女士向媒体反映称，其
32岁的弟弟在广西桂林訾洲公园游玩时
溺亡，遭打捞人员索要5600元，否则不予
打捞。

尸体打捞人员表示，确实收取了死者
家属5600元，但“是家属求着让我们打捞
的”。当地警方则称，尸体打捞者并非由
公安聘请，公安不承担打捞尸体的相关费
用。

随着尸体浮出水面，此事也再一次将
尸体打捞到底主体在谁、该谁出钱的问题
拽出了水面。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自
从 2009 年长江“挟尸要钱”被曝光之后，
就从未有统一的结论。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在这方面没有明
确规定，这也给诸多类似案件带来了处理
上的“麻烦”与情感上的伤害。一般而言，
在河道中出现尸体可能涉及刑事案件，民
众一般发现后会先报警，公安机关接警后
再联系当地政府及民政部门，协调各部门
组织打捞。

但有些地方的警方也无力承担这么
高的打捞费用。这不能总是指望义务打
捞队群体——就像郑州的红十字水上义
务救援队，成立12年来，队员始终自掏腰
包买设备，靠捐款、节衣缩食维持日常开
支，这是他们不能承受之重。

那该让家属承担所有费用吗？这也
会受到争议：死者家属在经历丧亲之痛
后，面对打捞人员的“高价捞尸费”，往往
在感情与伦理层面都难以接受。

对此，法律有必要明晰打捞责任的归
属，而政府对那些民间打捞也有必要进行

“补贴”，或者将打捞服务直接外包给打捞
者。只有放开了打捞服务市场，补贴了专
业的打捞救援者，才能让良币驱逐劣币，
将捞尸者的高额费用降下来。否则，类似
这种“挟尸要钱”的新闻，就不会断绝。

谁该给捞尸队付工资

□光明

如今，有关“相亲”的新闻，轻轻松松
就可以成就媒体平台上的一篇“爆款文”，
更遑论电视上随处可见的相亲综艺节
目。相亲，构成了花样百出、千奇百怪的
文化景观。

我们爱看相亲，可能是因为它提供了
一种阅读快感，方便我们寻找价值观上的
优越，迅速完成评价姿势上的选边站队，
并很容易形成“互撕”的舆论态势，人们纷
纷可以就“爱情与面包孰轻孰重”“多纯的
爱情与多大的面包孰轻孰重”等话题发表
看法。

我们爱看相亲，还是因为这里淋漓尽
致地展现了价值观的对撞，这种价值观的
对撞，恰恰也是几十年天翻地覆、变动不
居社会现状的折射。当我们开始了思想
的启蒙，认识到了爱情的可贵，却依然难
以逾越现实的物质问题；自由恋爱已经成
为常识，但面对必须啃老的现状，又只能
容许老一辈在婚姻问题上指手画脚；多数
人有着一定的科学常识与对人格的判断
标准，却依然有人坚持生肖、八字、摸骨、
看相……有太多自己眼中的“天经地义”，
在别人眼中成了“不可理喻”。

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依然没有沉淀出
至少是婚姻层面的价值共识，快速变动的
社会尚未带来一种稳定的预期，人们需要
通过婚姻完成阶层的上行或至少是阶层
的捍卫，理想化与不可知交织，后现代理
念与前现代迷信共存。这也是为什么一
边是对所谓“相亲鄙视链”大加挞伐，一边
又是无数的家长栉风沐雨、义务无反顾地
赶在相亲的路上……

当看到那些父母头顶烈日、为自己的
孩子招揽目光，不难想象，他们对子女的
婚姻或许真的是心急如焚，真的是百般呵
护。但有时施以嘲笑未免轻薄了，我们不
妨从中厘清一个现实：一个“用几十年时
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历程”的国家，注
定要经历节奏不一、思维碰撞、现实与理
想脱节等问题，关键是无论社会还是个
人，都当从中辨识出历史前进的方向，推
动形成可以稳定生活的远景，并进而影响
文化心理结构，导向一种稳稳的幸福。

我们为什么爱看相亲
▶短评

武术就是武术，它不需要遮羞布，也不需要神秘面纱。面对镜头，习艺者真实地展现自己，还传统武术以原貌，让公众零距离
切实感受，没有比这更好的“澄清”和“传播”了。

越垃圾的公司越这样

@AG布衣：现在的公司都
只想着业绩，内心早已扭曲。

@淘无门槛优惠：越垃圾
的公司越这样。

@biglittlelies：这样的公司
长久不了，倒闭是唯一的出路。

身为人难道没有尊严？

@笑笑笑脸脸脸：公司固然
恶心，你身为人难道没有尊严？

@东安一丁：一个愿罚，一
个愿受，天作之合。

@迅 13cock：哀其不幸怒
其不争。

@麻麻-我要娶她：姑娘，你

知道你失去了什么吗？不只是
尊严，还有与大多数优质男孩子
结婚的可能，接吻都会恶心到，
小伙子同理。

为什么不敢摔下工牌？

@DQ1982CD：宁 愿 喝 也
不肯帅气地摔下那张工牌，这到
底是为了什么？

@Libra胡峥：很多企业的
推销岗位都有类似情况。公司
主要是洗脑，一本正经地讲大道
理，向员工灌输鸡汤，让员工潜
意识里想着我一定要怎样，然后
惩罚方面也会让员工心甘情
愿。网络中出现的只是沧海一
粟。为什么要喝马桶水？只能

问她自己。
@花花 thirteen：贫穷使人

卑微，找份工作真的很难，就是
怕白干了，工资领不到，再找下
一份工作，手上没存款，只能忍
着了……“还想不想要工资了？”

“还想不想干了？”打工的真的怕
这两句话。

生存第一，尊严是上层建筑

@不也是v我i保持健康：这
件事告诉我们，生存是第一需
求，尊严是上层建筑。

@闫忠文-：我为什么这么
拼？是因为我见识过底层社会
不为人知的封闭、狭隘、低劣和
丑陋。当一个人物质匮乏到极

致，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时候，
自尊和脸面就成为奢侈品，不择
手段成为动物的本能。

@消消傻乐：说句大实话，
大家各凭自己的本事任性。

可以追究公司法律责任

@海Y清：侮辱人格，可以
追究法律责任。

@分水兽：有律师朋友吗？
请从法律角度分析一下，是否算
侵权？是否算虐待？视频里的
年轻人，别怕，站出来，起诉公
司。不惩治一下，这群妖魔鬼怪
会继续作怪。这种激励就是违
法。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未完成业绩被罚喝马桶水

工作面前，尊严就可以被践踏？
日前，一则“员工因未完成业绩，被公司要求喝马桶水”的视频引发关注，一女子将纸杯放在蹲坑里，接了一小杯水，犹豫了几次之后喝

掉。不少网友认为“太过分”“践踏尊严”。据调查，事发四川广安岳池九龙镇一家摄影店，当事员工因未完成推销任务而被罚。目前，拍
摄视频并将其上传到微信群者已被岳池警方抓获，并被行拘4日。

@微言博议

日前，商务部表示，其反垄断局已多次约谈滴滴，并根据反垄断法等法规对滴滴与优步中国合并一
事依法进行调查。从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两方面，人们期待这一调查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

“滴滴一下，马上加价。”这是许多消费者使用网约车的真实体验。早晚高峰、刮风下雨，不加价
50%几乎约不上车，一些目测风和日丽、道路畅通无阻的时段，也被约车平台随意定位为用车高峰。
在有关网约车的消费者投诉中，价格问题占到了首位。 新华社发

滴滴一下
马上加价


